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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变教和学的方式，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作业的

设置。如何优化作业设计、提升作业的灵活度和开放

度，是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要潜心探究的一项高难

度“作业”。所谓贯通，“贯”是作业设计要遵循、渗透“学

习任务群”要求；“通”是强调在具体情境、项目学习

中落实“学习任务群”。本文结合教学实践，以部编版

教材“学习任务群”为纲，就如何通过贯通式运用“学

习任务群”优化高中语文作业设计进行了详细探究。

一、“学习任务群”应用于高中语文作业设计的背景研究

（一）课程目标与课程要求

开放、多样、有序以及鲜明的时代性，是新课程改

革背景下语文课程的特点。“学习任务群”依此而生，教

师可以根据“学习任务群”需求设计作业，这对促进学

生自主、合作、探究能力和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具有积

极意义。

（二）高中生语文学习现状

为了加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教师布置的作业往往

任务量极大，并且只针对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对学生其

他方面能力的锻炼很少。面对这样的作业，有的学生将

自己大部分的精力投入进去，以保证完成作业，这使得

学生没有时间处理自己尚未解决的学习问题，作业的效

用也就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一部分学生是呆板、被动地

完成作业，没有深入思考、主动探究，久而久之，学生

的惰性思维不断滋生，学习积极性也降低了。还有部分

学生难以承受作业压力，放弃完成作业，甚至对语文学

习产生排斥心理，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消极怠工，语文学

习能力难以得到提升。总之，传统作业形式一方面难以

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当前新课程改革发展的要求不

符；另一方面也难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无法有效提

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在这种情况下，转换作业设计形式、

优化作业设计质量，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1]。

二、“学习任务群”的内涵

“学习任务群”有明确的任务做向导，有具体的学

习项目做载体，融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

学习资源于一体。通俗来讲，教师就某篇文章发布学习

任务，要求学生以自主探究或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借

助学习情境和学习资源，分析、理解、掌握学习内容的

同时，能够举一反三，总结规律，提炼方法，然后促使

学生在分享、讲解探究成果的过程中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在优化作业设计中，教师可以将“学习任务群”渗透到

作业中，引导学生在预习中自主学习，在练习中拓展延

伸，形成完整的闭环，最终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2]。

三、“学习任务群”在高中语文作业设计中的作用

（一）明确目标与内容

各类语文学习共同体的建设及语文学习方式的丰

富，要求教师在布置作业时要心中有数，明确目标与内

容，充分了解每个“学习任务群”特定的学习目标与学

习内容。比如，“当代文化参与”的“学习任务群”的

学习目标与内容包含三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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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中华文化精神的传扬和中国人审美追求的研究。

在这些专题下，学生要提升对社会生活热点、各种文化

现象、文化建设的认识能力和阐释自己观点的能力。一

言以蔽之，核心学习目标就是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当代生

活。学习目标与内容的明确可以使学生在完成作业探究

的过程中保证学习方向的精准性，也可以有效提高学生

完成作业的有效性，还有利于帮助学生总结同一类型文

章的学习规律与学习方法，对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具有积极意义 [3]。

（二）给出指导与建议

教师要领会《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的重要精神，引导学生借助每个“学习任务群”的提示

和建议，确定研讨方向，如在“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学

习任务群”中，学生自主选择、研习有关跨媒介的普及

性著作；结合自己的兴趣创设应用场景；理解多种媒介

对语言文字运用的影响，最后结合实例进行分析和总

结，形成结论。教师在设计高中语文作业时就可以直接

应用其中的建议，或结合教学内容设计更加具体的作业

任务，这对促进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培养学生的语文核

心素养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三）增强作业灵活性

在传统的作业布置中，教师一般会留给学生大量的

练习作业。但在“学习任务群”的指导下，作业形式丰

富多样，如实践型作业、研讨型作业、交流型作业等。

教师为学生布置形式灵活的作业，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

的探究、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作业多应用于

不同的“学习任务群”，有的放矢，对提升作业的有效

性有着积极意义。

（四）促进学生综合性发展

上文提到，“学习任务群”是基于对学生核心素养

培养而设计的，每种“学习任务群”探究的主要内容和

目标各不相同，但本质都是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对促

进学生的综合性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四、“学习任务群”在高中语文作业设计中的运用策略

（一）课前作业

1. 设计预习图表，初步构建框架

对于长篇文章的阅读教学设计，教师在授课前可以

要求学生根据预习内容设计思维导图或列图表，初步构

建大致框架，做到“长文短学”“长文精学”。教师可以

鼓励学生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式设计图表。比如，在预

习《大卫·科波菲尔（节选）》中，有的学生以故事情

节为核心建立图表，展现了事情的发展经过，同时截取

精彩片段进行初步分析；有的学生以人物形象分析为核

心，建立了思维导图，在大卫·科波菲尔、爱米丽等人

物的旁边标记其所作所为，并对其进行简单的解读；还

有的学生以语言特色为核心，建立表格，将具有特色的

语言，如“真是太巧了……只知道他是埋在海底深处什

么地方”登记在案；也有的学生建立问题表，将自己的

疑问都记录下来。预习图表的建立使学生对阅读内容有

了系统的了解，促进了学生整体阅读观念的形成，为学

生之后的深入探究打下了基础 [4]。

2. 搜集相关资料，补足教学内容

对于“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的作业设计，教师在授

课前可以要求学生通过网络或图书馆收集相关资料，为

正式学习预热。以《红楼梦》为例，在启动整本书阅读

任务前，教师可以根据“学习任务群”的提示设计相关

的“前瞻性”作业，让学生为阅读这本书做好准备。比

如，教师可以布置这样的任务：阅读《红楼梦》的目录、

序跋和注释等内容，对文本内容进行初步解读；检索曹

雪芹的信息和《红楼梦》的创作背景，对《红楼梦》的

整体思想精神有初步的预估；阅读脂砚斋、畸笏叟点

评《红楼梦》的作品，了解《红楼梦》背后的故事及其

他人对《红楼梦》的解读；阅读胡适、俞平伯、冯其庸

等近现代学者对《红楼梦》点评的作品，了解他们的看

法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虽然还没有了解《红楼梦》

的具体内容，但对其大致框架、内容和思想精神有了初

步了解。在认同或质疑他人点评的基础上，学生阅读《红

楼梦》，不仅降低了难度，产生了兴趣，思考的深度也

会随之拓宽，阅读素养自然而然得到提升 [5]。

（二）课中作业

1. 合作创编剧本，组织表演活动

创编剧本一般是建立在学生对学习内容完全理解的

基础上，在创编剧本的过程中，学生要通过对语言、场

景等方面的设计凸显中心矛盾，构建完整的故事体系。

以《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为例，教师可以布置合作创编

剧本的作业任务，考查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情况。有

的小组在创编剧本时补充了李小二的故事，并结合李小

二的性格特点对之前的偷窃事件进行合理的解释。这就

说明学生对文章内容有了较深的理解。有的小组在创编

剧本时将林冲消灭陆谦等人的顺序进行了颠倒，这就说

明学生对文章细节、思想的解读还有待提高，教师在深

入教学时，就可以针对学生凸显出的这一问题进行重点

讲解。另外，有的学生不理解为什么林冲最后既没有逃

走，也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抗，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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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解读整本书中的林冲，使学生理解这一部分林冲的

选择。教师引导学生在创编剧本的过程中逐渐理解文章

内容，深思文章细节，促进了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

2. 填写预习图表，构建完整框架

上文中提到，教师在引导学生自主预习时，可以要

求学生拟写思维导图或设计预习图表，初步构建学习框

架。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自己原先设定

的图表或导图进行探究，提出疑惑，补全不足。以《大卫·科

波菲尔（节选）》为例，教师要求学生选择与自己研究

主题相似的同学结成小组，通过小组合作探究问题，继

续填写预习图表，构成完整的框架。如以人物形象分析

为研究主题的学生结成一个小组，以语言特色赏析为研

究主题的学生结成一个小组……小组学生可根据本组的

学习重点展开探究。在逐渐完善预习图表的过程中，学

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有的小

组从主人公的视角、仆人的视角和主人的视角对佩葛蒂这

一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再回归到主人公，就可以理解主

人公对佩葛蒂的情感，也会理解佩葛蒂在作者心中的意

义。教师引导学生补充预习图表，使学生根据自己的学

习规律进行深入探讨，促进了学生阅读素养的提升。

3. 撰写阅读笔记，用于课堂交流

阅读笔记可以帮助学生回顾课堂学习的知识，有利

于学生抓住瞬间的灵感。因此，在开展阅读教学时，教

师可以要求学生撰写阅读笔记，以便在课堂上从容交

流。例如，在教学《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教师就

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勾画出本篇文章中的关键词和长

句子，标记其作用和表达效果。每个学生的语文水平不

同，勾画和标记的内容也会有一定的区别。教师就可以

因势利导，引导学生分享、讨论作业成果。有的学生认

为“停止思想”是一个关键词，因为这一词语对应了马

克思思想家这一身份，也与下文中“这个人的逝世……

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相对应。有的学生虽然一开始只

是从语言特色上分析了这一词语，但是在其他学生的启

发下，也会意识到这一词语的潜在含义。教师通过撰

写阅读笔记这一任务引导学生记下灵光一现的思维火

花，抓住“火花”中迸射的“点点星光”，展开质疑、

讨论、思考，在思维碰撞的过程中领悟“聚是一团火，散

作满天星”。可见，思维的广度、深度、灵活度，“三度”生

辉，成为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源头活水 [6]。

（三）课后作业

1. 通过拓展延伸，促进深入理解

在布置课后作业时，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拓展延伸，促

使学生对所学内容形成更全面、更深入的认知 [7]。以《我

与地坛（节选）》为例，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完这篇文

章后，可以结合“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学习任务群”的

提示，设计这样的课后作业：自主阅读史铁生的其他作

品，如《我与地坛》《合欢树》《我二十一岁那年》等；

结合阅读内容，写一篇关于史铁生的人物小传，或就史

铁生的情感表达写出自己的感悟；整合史铁生的作品资

源、生平简介，制作“史铁生专题”PPT，以便在课堂

交流中分享。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从各个方面了解史

铁生与其母亲之间发生的故事，深入理解史铁生的思想

情感，对史铁生这个人物形成全面认知。学生制作 PPT

的过程就是输出、表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

深化思想，升华境界。

对于《登高》《赤壁怀古》《京口北固亭怀古》《声声慢》

这四首诗词，鉴赏重点之一是诗歌的炼字。教师可以要

求学生做课外延伸，借助课堂学习中掌握的学习方法，从

句式特点、情感、表现手法、篇章结构、语体风格上“字

斟句酌”，体悟“炼字”的艺术效果。

学生围绕给定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你来分享我

推敲”主题，针对教师提供的对象，分组在智慧教室

利用平板搜索或在家中上网搜索古典诗词中咬文嚼字

的经典例子。教师可将班级学生分成 8 组，1~4 组负

责“精准寻觅，分享展示”，每个典例都附上鉴赏方法

及 100~200 字的鉴赏文字，以 Word 文档形式上传汇总

给教师，教师将这些内容上传到班级的QQ群空间或“人

人通空间”，供全体学生自主学习；5~8 组负责“精准

寻觅，推敲问答”，4 个小组汇总学习成果后，派 4 个

代表在下一节课上出考题，提问 1~4 组的学生，让其说

说佳文妙句好在哪里。

总之，在对古典诗词实例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教

师应重视培养学生阅读的严谨性，提升学生的合作探究

和交流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主动、高效收集资料的能力。

2. 自主制作微课，总结学习规律

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文章后，还可以要求学生结合

重点内容自主制作微课，总结学习方法。在要求学生自

主制作微课时，教师要点明微课主题，注意主题切口要

小、要精准，一课一得为佳。以《谏太宗十思疏》《答

司马谏议书》《阿房宫赋》《六国论》这一议论文单元为

例，教师可以结合“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的“学习任务

群”的提示，为学生设计“以小见大”的任务：对比四

篇文章内容，梳理四篇文章中应用的论证方法，以“议

论性文章的学习方法”为主题设计微课，总结议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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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法。如果教师没有点明主题，学生在制作微课时

可能会逐篇讲述文章的内容，分析每篇文章中的论证方

法，这样录制出来的微课很难凸显其“短小精悍”的特

点。但是，在教师点明主题后，学生会以议论文学习方

法为主线，将四篇文章以例子的形式融入微课中，进而

凸显议论文学习的重点。

3. 改编学习内容，锻炼思维能力

教师在布置课后作业时，还可以要求学生改编文章

内容，锻炼思维能力。比如，在教学《窦娥冤》后，教

师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任务：结合自己的想法与观点，对

文章内容进行改编。有的学生选择在蔡婆婆将张驴儿两

人领回家时进行改编，即窦娥向邻里街坊求助赶走了无

赖，改变了命运。从学生的改编作品中可以发现，学生

大多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如向邻里求助这一内容改编，学

生认为作者的创作具有局限性，只是为了表现社会的黑

暗，窦娥等人更多的特征是工具人，因此将改编的范围

扩大了。虽然学生的改编是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学习

经验，对当时的社会环境考虑较少，但面对学生的创新

性改编，教师还是要持鼓励的态度，使学生敢于放飞想

象，大胆质疑，最终促进学生思维品质的提升。

结  语

总之，作业的类型不仅限于课后作业，其作用也不

只是巩固课堂学习内容。教师在开展高中语文教学时，要

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将作业设计贯通应用于方方面

面。本文从课前作业、课中作业和课后作业三个角度，探

索“学习任务群”在高中语文作业设计中贯通式运用策

略，以期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思路，促进作业价值和

作用的挖掘，使学生在作业练习中“乘风起上九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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